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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463660.htm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是

对从事行政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行政工作能力

的一种可能性的测验和验证，它是公务员录用考试当中的一

个重要的笔试科目。下面我们对历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命题规律及趋势简述如下。一方面为考生提供一个复习方向

，以供参考，另一方面，引导考生在复习时避免一些考试中

常会遇到的问题。 一、命题规律 （一）考试时限与总题量 行

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的时限，无论是哪一年，还是哪一类考

试都为120分钟。 在总题量上，2000～2003年都为130道，2004

年为125道，2005年为135道，2006年一类为135道，二类为140

道。 （二）题型设置 国家公务员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全部为单项选择题，某些地方的公务员考试设置多选或不定

项选择题，比如北京的公考，在常识判断题型当中就设置

了10道多选题目。 （三）分类考试情况 2001年以前，行政职

业能力测验只有一套试卷，不分类别。 从2002年开始到2004

年，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分为A、B两类，A类强调政策性，B类

强调操作性，报考A类职位的考生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A

》考试，报考B类职位的考生参加《行政职业能力B》的考试

。 2005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取消了A、B类的职位

划分，改为了甲、乙两大类别，即报考中央党群机关、中央

国家行政机关及部分中央垂直管理机构中的省级机关和直属

事业单位的招考职位的考生为甲类，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一》的考试；报考中央垂直管理机构地（市）以下所有机



关及部分中央垂直管理机构中的省级机关和直属机构，部分

依据公务员制度管理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招考职位的考

生为乙类，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的考试。 2006年的

考试，又做出新的规定，报考综合管理类招考职们的考生参

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一》的考试，报考行政执法类招考职

位的考生参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的考试。其中从事政

策和法规制定、检查实施、文字综合的职位属于综合管理类

，机关层次越高，职位越多；从事具体政策实施以及为机关

运行服务的职位属于行政执法类。 关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一》和《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二》的区别，在某一题型的题量

上两类考试有所不同。另外，根据两种职位的区别，所对应

的考试侧重点、难易度也有所不同。 二、命题趋势 总体来看

，这几年的试题难易度逐年加大，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的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难度明显有所提升。在具体的题型上，其

难易度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近年来都

只考查片断阅读，并且选项之间的干扰性增强； 数量关系的

难度提升方面表现较为明显，除了在题量上近两年考试都增

加了10道以外，难度也较之于往年明显提升； 判断推理一直

是近年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重头戏，它表现为题量大，形

式富于变化，选项之间干扰性较强的特点，考生只有在平时

认真准备，多做练习才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成绩； 常识判断的

难度呈现出降低趋势。近三年的国家公考取消了多选和不定

项选择题，都以单项选择题的形式出现，这就明显降低了试

题难度。然而在内容上，常识判断所涉及的知识变广，涵盖

了法律、政治、经济、管理、人文、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在比例上，法律知识在近两年的常识判断中一直占最大比



例。在考试侧重点上，由对知识点的识记性考查转变为对知

识点的理解度的考查； 资料分析没有较大变化，形式上一直

都为文字资料、统计图和统计表，难度适中。 据此，我们可

以推测，在07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试题难度不会低于06

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 (一) 言语理解与表达 这部分试题仍以

片断阅读为主，选项之间的干扰性较强，题量上在25～30道

之间。考生应仔细审题，抓住句子或文章的关键词或关键句

。 (二) 数量关系 数字推理的题量在5～10道之间，试题难度

较大，规律较为复杂，可能到第二级或第三级才会有明显的

规律，考生应在复习时将各种规律掌握牢固并加强练习。 数

学运算的题量在10～15道之间，难度适中，仍不会超过小学

奥数的水平。 (三) 判断推理 图形推理的题量为10道，难度不

会太大提升。在复习图形推理时，考生关键在于掌握其中的

规律。 演绎推理的题量在10～15道之间，整体难度适中，考

生需集中注意力，认真分析每一个所给条件。 定义判断的题

量在10道左右，难度适中。定义内容以法律类为主，其次为

管理类、社会学、经济学、自然科学等内容，并且选项之间

的干扰性较强。 类比推理出现在2007年的考试当中的可能性

较大，题量为10道左右，题型规律较为稳定，整体难度小于

事件排序。 事件排序出现的可能性较小，但考生也应对该题

型规律做基本的掌握，不要武断地忽略而不去复习。 (四) 常

识判断 常识判断的题量在20～30道之间，知识涵盖面广，包

括社会热点内容，依然以法律类知识点为主，设问方式侧重

于考查考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例如事件或现象的原因与目的

。 (五) 资料分析 题量在20道以上，考查形式依然分为文字资

料、统计图和统计表三种形式，难度适中，试题之间在计算



数据上有一定联系。考生在遇到这种题型时应注意每道大题

中的第一小题一定要确保正确，否则后面的题目都可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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